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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论唐李寿墓室石刻艺术

张 伯 龄

年 ， 从陕 西省三原县陵前 乡 焦村的 李寿墓 内 ， 出 土 了 墓 门 、 石椁 和 龟形墓 志等石

刻 ，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 艺术陈列 室 这些石 刻造型奇 特 雕刻 内 容丰 富 ， 形象简 洁概

括 ， 线条粗犷豪放 ， 是初唐时期很有 代表性的
一组作品 。

李寿墓门 ， 由 门 楣 、 门颊柱 、 门 扇 、 门 槛 、 门墩等八块石头组成 。 通高 厘 米 ， 宽 〗 厘

米 。 尖拱形门 楣 上 ， 浮雕灵龟的头部和两肢 ，并有几朵流云 ， 使灵龟更增 加了 生气 ， 并刻 了 两

朵赉莲和 以 莲花 为 屮心的
一

排采实 累 累 的波浪式葡萄纹饰 。

一

对门 颊柱支撑着门 楣 ， 颊柱上

三面减地薄浮雕上加 线刻 抱合式蔓草花纹 ， 柱 卜端线刻 个兽面 。 门 槛里外两而花纹和 颊柱

上的 花纹相同 ， 上而线刻波浪 式蔓 草纹 ，
正 中亦刻 有

一

个 ！
而 。 门墩又 支撑游 整个石门 ， 门 墩

上是
一

对雕刻 精 美的 小蹲 狮 ，

一个张 怒吼 ，

一

个闭 「丨 凝视 座 前线刻
一

只生 动 的奔兽及 忍

冬花 。 门扇 正面刻三排门 钉 ，上边浮雕一对变形的花丽的朱雀 ， 下边浮雕一

对写实的展翅傲

立的 孔雀 。 造型简练精确 构图 刚 健空灵 ， 是初唐少见 的
一

幅极好的 装 饰画 。 门楣 的 背面线

刻忍冬花和 葡萄 纹 。 门 扇 的背面 ， 线刻
一

对披 甲 的天王 ，

一

个手执降魔三股杵 另
一

手持剑 、

戟 ， 威风凛凛 气度非凡 。 天王为护 持佛法之 祌 ， 因而头上刻有光环 ， 脚下踩着被降服的鬼魅 。

作品 真力 弥漫 ，
刀笔劲健 ， 具有屈铁盘丝的雄强之势 。 这幅线刻画 不是抽象的线条 而是人物

形象 ， 颜面手足 ， 衣着 佩带清晰准确 ， 是一幅完 整的 白 描人物 的 翻刻 。 这种线刻并未借 助 明

暗 、 浮 凸 和色彩 ， 便可充分塑造 出形祌兼备 ， 栩栩如生 的艺术形象 。

李寿石椁 ， 高 厘米 长 厘米 宽 厘米 。 整个石 椁由 块青石组成 ， 外形是歇

山 顶 式的房屋建筑 ， 特殊的是在椁的 前面正 中 ， 安装着两扇 可 以开合 的石 门 ， 门 楣上部线刻

和 龟形 墓志及墓 门 上相似 的灵龟形象 周 围线刻 蔓草纹 。 石椁外部采用减地平浮 雕的形式 ，

并 以粗犷 的线条加饰细部 ， 四面雕刻 四神 ， 执剑武官 ， 捧笏文官 ， 执戟 武士 ， 骑龙驾凤游于 山

岳或 升入云 中 的 仙 人等 ， 石椁后面还刻 有一 个门 ， 门 上刻
一

对铺首 ，

一对孔雀 ， 造型和墓门 上

的 孔 雀相 似 ， 门 额上龟蛇组成的玄武 ， 张 口 呼应 ， 生动 异常 。 椁底四周 线刻 十二生 肖 ，周 围装

饰 山峦树木 ， 造型 丰硕 ， 线条流美 ， 浩荡之气溢于画面 。 并在生 肖 图之 间 刻一幅线 条挺秀 、 转

折有致的 番莲图 。 石椁里 面全部采用 线刻 的形式 ， 在椁壁和相接连的 倚柱上 ， 雕刻 着一组组

舞伎 、 乐 伎 、 侍女 、 内 侍 、 男女侍从 、 星相等画面 。 舞伎图 ， 刻 画 个少女 ， 头梳双环花髻 ， 身穿

曳地 长裙 ， 缓步轻移 ， 正 在翩翩起舞 ■ 另 有 由 名女伎乐组成 的立部乐队 分立三排 ， 所持乐

器有 笙 、 排萧 、 竖笛 、 铜钹 ； 横笛 、 筚篥 、 琴 、 筝 ； 曲颈 琵琶 、 直颈琵 琶 、 箜篌等 ， 女伎身 着短襦长

裙 ， 婷婷玉其 ， 倾 心地演奏正在进行 中 。 名 跽坐 演奏的女伎 ， 头梳低螺髻 ，身着 窄袖长裙 ，

披 巾 ， 分列 三排 ， 各持箜篌 、 直颈琵 琶 、 曲 颈琵琶
， 筝 塑 、 横饱 、 排箫 、 筚篥 ； 铜钹 ， 答腊鼓 ， 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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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 等乐器 ， 冉 力 代宫 延的 肀郃乐 。 刻 线舒畅流 利 ， 形 象优戈 灰地刻 丫 饥代宮廷音 丨

乐 歌舞的盛况 。

石椁 内 的线刻侍女阁、 名侍 女分 列 排 ， 侍 女 们 统 的发式为低 螺 搏 ， 盘顶虽扁

形 身者紧細襦 ， 泊 搭帔 束曳地长裕上紧 下宽 ， 般头翘媒猶外 各人 棒筘不同 的 生活用

如众盒 、 食盘 、 小罐 、 佛坐 、 羽砌 概 、被 、 褥 、 灯等 】 幅见 侍图 ， 山 名 义侍拱手俯

竹分 站三排 ， 这拽 侍从们装 束相同 ， 头 规幞 头 歸领胡 服 ， 延摩靴 ， 其中有 个人的衣

雕 丨 ： 还装 饰筘 脚陶纹 构成的花 边 。 使 简 丫
丨

的 线条 ， 钩勒 出 同 年 龄 ， 象 居深窗的
一

群随时

听从屯人 石唤的 侍从形象 。 别 婭在石桴内 的 倚柱 丨 ： 还刻 打不少 恃 不 同 形状砌子的侍女 ，

扇 、 方迎 、 羽毛 等等 足研究 饥 代扇子文 化 的 “
丨 災 资料 。 倚柱 上还雕 刻 了 、个弯腰屈

膝 、而相丑陋的 形象 简单觔 线条 将人物钩 勒得他妙催 肖 《

石刻 ， 足我国 宙代随游建筑石材的广您 而产生 的一

个画种 ， 最初逛始

山 墓宰 両 像石 逐步 应 到 各种石 材 制 作上 ， 以 南 北朝 允 附饥为鼎 盛期 ， 石刻 线両 的 种类很

多 ， 从墓 宰
、 棺 权 、 碑忐到 门 楣

、
： ， 以 佛教 、 迫教 的造 像台 庳等 ， 乎都 刻 介 内 界丰 窩 的

裝饰廁或独賴爾 ， 具有辍商的耽赏价值和 研 究价值 。 代石刻 线 以 构 热麵和刀 法流利 见

长 ，它在造形 上翱线的运用 多是山 朴砹雄劲 逐步变为优突细致 。 刻 线机犷介力 ， 人物面

部的 刻划 很简单 ， 而 多在人參』轮廊上去迫求奔放的气魄和飘洒秀逸 的仪态 。 线 条的运用 ， 是

中 围 、 雕刻 特布的风格之 。 ■石投上 线剡画 ， 朴素 而有遭化 ， 刀 躺简练 利落 ， 线条

柔和 而迺 劲 。 人物 造别 修长 ， 衍 打 附代 遗风 。

问 吋 石刻鐵 也是我国古代绘 与 雕刻结合运用 的 种艺 术形式
。

它 以 石为纸 ， 以 刀

代笔 ， 兼布绘商与雕刻 ： 者之 长 ， 非对餐赂功嵌 ’ 不能刻 丨 出造咽 准确 优美 ， 线条婉转圆 润

刚爾和谐 ， 不荇修改 的线条轮廊 ， 是我 代驾货的艺术遗产之
一

》

李 泰墓志 ， 长 米 宽 激米 翁 越米 。 外形为灵他形 ， 以
丨 为袭盖 菜书 文

大鹿故司空公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 宇 ，分刻 行 ’ 每行 宁 。 盖题叫 周 线刻 联珠和 茲

草 ， 联珠 以外雕刻六角形的 纹 。 也身 璣刻 志铭 楷书志文 行 ， 行 字 ’ 共 字 。 龟

头、 龟尾 身 连接 ， 兔的 足氍伏于长方形的 〗 免头前伸 ， 取 口 糾 丨 丨印 ， 两耳 贴符 ， 两角

卷 ， 獠牙及门細、

露 ， 生动 的刻 划 出 个
”

的 形象 。 底座剛线 刻 富 丨 流畅 的茲草纹

饰 ， 雕工粘致 足饼代墓 志 ‘

卜 绝无仅冇 的珍品 。

把墓志雕刻成如此逊 的 他形 这 足我 丨门 屮 华 族 久 以 来 对 黾崇拜的结艰 。 在原始氏

族时 代 ， 他是济多 氏族部落 所崇拜的 阁 腾 。 也在 屮华 民 族文 化史上的 丰功 伟绩 ， 我 古籍 中

多有文字记载 ， 如 祌免帮助 女娲 补 天 向 伏叆献八卦 ，
《 周 易 系歡 》记 ：

“

河 出 阌 ， 洛 出 书 ，

人则 之 。

”

传 说伏顧氏时 ’ 布龙 ：

‘

！ 从货 河 出 现膚 负
“

河 阐
”

， 祌 从洛水 出 现 ， 负 洛

书 ■ 伏箱报 椐这 种
“

罔
”

和
“

书 ， 成八卦 ， 成为我 彳 史 上著 名 之典
“

河 阁 洛
”

的 来 ， 也

成 为古代湍家关于 《 周 易 》和 《 洪 范 》两 来源 的 传 说 。 还 记载 屯灼 帮助 以 禹 治水 ， 《 洛 丨 记 》

丨 山
“

禺 时有 祌他 洛 水负文 列 ：

， 以 授 ， 文 即 治水 文 也 。

”

《 拾遗记 》也 竹记 ：

“

禹 汙 川 夷

岳 ， 龙曳足于前 冗 负 泥于后 ， 七 河粕之 使者也 ， 他颔下有 印文 贤古篆平 ， 摩九对 山

川 之宇 ， 禹 所凿 之处 ， 忤 以 泥封记 。

在我 古代称 为 四灵之 一

， 《礼记 礼运篇 》记 ：

“

麟 、 风 、 龟 、 龙游之四灵 。

”

汉 代 ： 侯及

秩 比千石以 上高官之却細 他钮 。 魏 南北切 不少帝疋 的墓 繡都采 紐 。 北魏孝明 帝元

诩还 丁 公元 年 ， 将 己 的年 山
“

照平
”

改为
“

祌 ， 这瓶 进代龟崇拜的 空前创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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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 在继承前代 龟遗风 的基础 上
， 把 崇拜推到历史的 最高潮 ， 把 形 、 他权和龟威這

接 标志在官员 的服饰上 。 《新唐书 《 车服志 》载
“

商宗给五 品 以 上随身鱼银袋 以 防 召 命之

诈 ， 出 内 必合 之 。 三 品 以 丨
： 金饰袋 。 乖拱屮 ， 都 竹 、刺 使始 赐负 。 大授二 年 ， 改 汍 泞为 。 其

后 ，
三 品 以 上 危袋饰以 金 ， 品 以银 五 品 以铜

”

《 丨 丨 丨 饥书 舆服 忐 》亦载 ：

“

贞 观 年八刀 敕

七 品 以 上服 电 『 双 十 花绫 ， 色 绿 。

“

大 授 元年九 刀 ， 改内 外所 佩 位并 作 屯 。 久 视元年 十

月 ， 职事三品 以 上龟袋 ，宜用金饰 四 品 用银饰 五 品以 铜饰 ， 上守下行 ， 诗 以 官给 。

， ，

同 时 ， 庙代对础碣也作 出 相应的规 定 。 《店 典 》 尚书礼部卷笫 四 》记载 广碑碣之制 五

品 以上立碑
； 螭首兔趺 趺上高不过九尺 。 七品 以上 立碣 圭苗方趺 ，

趺上高不过 尺 。

“

唐 代人也以 龟命名 为吋 尚 ， 唐 高祖的 儿子李智云
， 曾 以 济南公李世都之子李灵 龟为 嗣 。

隋大业 中 为太原鹰 扬府司马 ， 以兵隶高扭麾下的刘政会之七世孙 亦名 为李崇 。 还有廚代

诗人陆 龟蒙 、 李龟年等等 均取龟长寿 、 祥瑞之意

综观历代诸多 关于龟的记载 ， 即可清楚地看到 自 古 以 来 ， 山 于龟的神 力和 功绩 ， 博得人

们 的 崇拜和信赖 。 因 而将李寿墓 志雕刻 成灵龟的形状 ， 仍然楚出 于矽黾 的祈求和寄托 ， 以 求

死者安 宁 ， 并使陵墓 得 以 长久倮存 。 志铭屮所书 之 溟海之 为 田 ， 傥佳城之见 日 ， 式铭贞 石 ，

以纪芳猷 。

” “

仙 鹤方至 灵 龟是考 。

”

便是明证 。

李寿墓 的石刻 ， 在 年初 出 土时 ， 商可在石椁 石门 和 龟形墓 志上 ， 明显的看 到残存

的贴金和 彩绘 ， 可知 当 时石刻 的原貌 。

关于李寿 《新唐书 》和 《 旧 唐书 》 中均 有传 ， 《 资治 通鉴 掛纪 》和 《 唐会耍 》中亦有记载 。

参 丨 丨《 墓 志 ’ 可知李 寿 公元 — 年 字神通 ， 楚斑太祖录皇帝李 虎 之 孙 ， 郑 孝王李 亮

李虎之长子 的嫡子 ， 即庙高祖李渊 的 堂弟 。 因 在隋大业末年 ， 会同李渊在京师举兵反 隋 ， 虽

未有显赫战功 ， 但屡屡参战 ， 对唐王朝的 建立仍是冇功之 臣 ， 因而 ， 得到李渊和李世民 很高的

赏赐 ， 爵位不断得 以 升迁 。 李寿先后被授为 光禄大夫 ， 封赵兴郡开国公 为招慰大使 。 义宁沄

年 十 一

月 拜宗正卿 。 寻迁左领都科 ， 总知皇 城宿 卫 。 武德元年 拜右翊卫大将军 ，

封永康郡王
， 寻改封淮安郡王 为 山 东逍安抚大使 。 武德四年 〉 ， 授河北道行 台 尚书左仆

射 。 武德五年 拜左武卫大将军 。 贞观元年 十二 月 ，薨于长安延福里之宅第 ， 春秋

五十有 四 。 唐太宗李世 民为 之废朝 ， 赠李寿为词 空 ， 谥曰站王 》 并获得陪葬献陵 、 配飨高祖祭

庙的殊 荣 。

注释 ；

陕西省博物馆 、 文馆会 《 唐李寿墓 发掘 简报 》 《文物 》 年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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